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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折纸丰硕的发展成果是设计开发 “纸来折往” 现代折纸科学展的基础ꎮ 本展览

从认识现代折纸的两重视角出发ꎬ 设计 “折纸历史” “纸于现代” “纸向未来” 三大主题ꎬ

“纸于现代” 包括 “纸间数学” “纸间纵横” “纸上工程” “纸间指趣” 四个模块ꎮ 展览旨在

通过丰富的展品与展示方式ꎬ 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展示与解读现代折纸ꎬ 加强观众的认识与

感悟ꎬ 让观众发生从 “折纸是一种艺术” 到 “纸是载体ꎬ 折是本质” 的认知转变ꎮ

【关键词】 科学普及ꎻ 现代折纸ꎻ 跨学科ꎻ 展览设计

　 　 折纸是一项老少咸宜的手工艺术ꎬ 这是大

部分人对折纸的认识ꎮ 然而拨开折纸的艺术表

象ꎬ 越来越多的数学家、 科学家和工程师揭秘

了折纸在数学、 科学、 工程、 技术等更多学科

领域的内涵与应用ꎮ 当折纸图解术语跨越语言

障碍在世界范围传播时ꎬ 当从折纸中抽离出折

叠的本质并用于结构设计时ꎬ 折纸便从传统步

入到现代的崭新发展阶段ꎮ 近些年来ꎬ 现代折

纸在一群有共同爱好的各领域专业人才的努力

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ꎬ 如何将这些成果展示给

更多的人ꎬ 让公众共赏并共享现代折纸的发展

成就ꎬ 也成为现代折纸推动者思考的问题ꎮ 出

于创新科普展览内容、 向公众科普现代折纸新

发展的目的ꎬ 笔者设计了 “纸来折往” 之现代

折纸科学展ꎬ 其精华内容于 ２０２１ 年初作为 “中

国手工造纸的技艺” 展览中的 “纸来折往”

展区在中国科技馆展出ꎮ

一、 研究背景

(一) 学科整合成为设计科技馆专题展的重

要理念

传统科普展览基于学科门类划分ꎬ 而现代的

科学展览更重视主题线或者故事线ꎬ 并据此汇

集相关多个学科进行设计与展示[１] ꎮ 专题展是

科技馆科普教育最重要的形式之一ꎬ 具有主题

特色鲜明、 内容独立聚焦、 规模短小概要、 传

播时效较好等特点ꎮ 围绕展览主题ꎬ 从不同的

学科视角进行解读和设计ꎬ 成为展览设计的重

要方式ꎮ 综合性专题展在支持跨学科学习方面

也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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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折纸的创新发展具有巨大的科普

价值

折纸是一项为人熟知的手工活动ꎬ 而现代折

纸却是一门较为小众的交叉学科ꎬ 涵盖了数学、

结构力学、 计算机科学等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ꎬ

在航空航天工程、 医学工程、 包装工程、 建筑

工程、 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具有很多突破性创新

应用ꎮ 因此ꎬ 向公众普及现代折纸的科学内涵

和科技应用ꎬ 不仅能让公众感知现代折纸的神

奇与强大ꎬ 而且能借助折纸ꎬ 激发公众对 “小

材大用” 的创新感悟ꎮ

二、 文献综述

(一) 现代折纸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发展

１ 由传统折纸到现代折纸

造纸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ꎬ 而纸是折纸

的基本物质载体ꎮ 盛唐时期ꎬ 佛教僧人东渡日

本时带去了很多纸ꎬ 折纸成为日本礼仪中的一

部分ꎻ 后来纸成为廉价商品以后ꎬ 折纸流传到

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ꎮ 唐代ꎬ 我国造纸技术传

入阿拉伯国家ꎬ 折纸开始在阿拉伯国家发展起

来ꎬ 并产生了几何原理与折纸的最初结合ꎮ 一

些研究折纸历史的专家认为ꎬ 早期折纸在东西

方国家是独立发展的ꎬ 折纸在世界各地是深受

人们喜爱的一项手工活动ꎮ

传统折纸的一个主要用途是用于祭祀活动或

寄托情思ꎬ 例如折纸元宝、 方鼎、 宝塔、 官帽、

千纸鹤等ꎻ 另外传统折纸也具备一定的礼仪性

和审美性ꎬ 例如日本婚礼附在清酒上的折纸蝴

蝶、 用折纸作为礼品的精美包装等ꎮ 传统折纸

一般来说是一种简单的抽象艺术表现形式ꎮ

被称为 “现代折纸之父” 的日本折纸艺术

大师吉泽章的出现ꎬ 成为折纸进入现代时期并

出现东西方共同发展与交流对话的重大契机ꎮ

吉泽章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收集整理折纸模

型ꎬ 并与美国的萨姆兰德利特 ( Ｓａｍ Ｒａｎｄｌｅｔｔ)

一起发展了一套国际通用的折纸图解术语ꎬ 突

破了语言文字的传播障碍ꎬ 促进了折纸在世界

范围内的发展交流ꎮ

２ 现代折纸的跨学科发展

狭义上的现代折纸是一种变形艺术ꎬ 即从一

张方形纸开始折叠ꎬ 不能对纸张进行裁切ꎬ 也

不可以使用胶水、 胶带和剪刀等工具ꎬ 从而完

成作品的塑造ꎮ 而广义上的现代折纸对纸张选

择、 折叠技术等具有很强的宽容度ꎮ

从学科融合的角度ꎬ 现代折纸在科学、 技

术、 工程、 数学等领域均有重要体现ꎮ 例如在

折纸与数学的交叉研究领域ꎬ 既产生了诸如折

纸几何公理、 芳贺 定 理、 平 折 可 折 性 等 成 果ꎬ

同时在促进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学习中也发挥

了促进作用ꎮ 另外ꎬ 折纸已经被证明在众多领

域中的工程和设计应用中是一种有效的工具[２] ꎮ

德迈因 (Ｄｅｍａｉｎｅ) 指出ꎬ 现代折纸科学研究的

几何对象一般包括三个层面: 连杆、 纸片和多

面体[３] ꎮ 在纸张上进行某种折痕设计ꎬ 会产生

特定的变形效果ꎻ 创新的折痕设计会产生丰富

的折叠结构ꎬ 例如典型的三浦结构、 水雷结构、

吉村结构等ꎬ 这些结构可广泛用于折叠产品设

计中[４] ꎮ 应用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各种自旋展开

式折叠太阳帆ꎬ 应用在医学领域的具有负泊松

比变形的水雷结构心脏血管支架ꎬ 解决地图挤

压破损问题的三浦折叠地图ꎬ 可压缩的纸管结

构ꎬ 变形机构超材料ꎬ 变化延续的折叠建筑空

间等ꎬ 这些都是典型的折纸工程学应用ꎮ 尤其

对结构工程而言ꎬ 折纸通常可以被看作提供灵

感的来源ꎮ

折纸在工程技术创新应用上取得了丰硕成

果ꎬ 而科技发展也反向促进了折纸的现代化发

展ꎬ 用计算机辅助折纸设计就是有力说明ꎮ 现

代折纸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秀场ꎮ

(二) 折纸在国内外科普场馆中的教育实践

１ 折纸在国外科普场馆中的教育实践

研究表明ꎬ 折纸对于发展人的空间思维能

力、 创新精神、 手脑协调能力、 专注力、 艺术

审美等具有促进作用ꎬ 而且有助于提高数学成

绩[６] ꎮ 在国外ꎬ 折纸在很多科普场馆中是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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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的教育活动ꎬ 如 ２０１８ 年美国俄克拉荷马科

学博物馆举办了 “进入折叠: 折纸的艺术与科

学” 展览ꎬ 展示了折纸在机器人、 建筑空 间、

太空探索、 时尚设计等领域的独特应用ꎻ 美国

加州探索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ｍ) 开设了戴维斯折纸

俱乐部ꎬ 实践和探讨折纸的技法及与之相关的

数学与交叉学科ꎻ 美国舰队科学中心的 “探客

工作坊 ( ｔｉｎｋ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 ” 举办的 ＳＴＥＡＭ 活动中

非常重要的活动材料就是纸张ꎬ 包括对纸张材

料的挑战ꎬ 以及受折纸、 剪纸启发而开展的纸

雕艺术活动ꎻ 一些国家设有专门的折纸博物馆、

折纸讲习所和折纸协会ꎬ 共同交流折纸技能和

促进折纸的发展ꎮ

２ 折纸在我国科技馆中的教育实践

在我国ꎬ 很多科技馆会将折纸作为动手操作

活动展开ꎬ 也会邀请馆外折纸高手或机构举办

折纸展览ꎮ 重庆科技馆联合西南大学折纸与数

学思维实验室举办了 “纸间数学” 折纸作品展ꎬ

从折纸与数学、 折纸与数学教育、 折纸与艺术

等方面介绍折纸ꎻ 厦门科技馆联合 “叹为观纸”

工作室举办了大型折纸展——— “叹为观纸”ꎬ 公

众可以在现场参观精妙的折纸艺术品并体验折

纸活动ꎻ 上海科技馆联合上海叠纸教育数学研

究会举办了 “２０１４ 春节黄金周折纸大赛”ꎻ 中国

科技馆联合波音公司举办了以 “放飞梦想” 为

主题的纸飞机比赛ꎻ 台湾大学动物博物馆将折

纸作为一种再现古生物的手段ꎬ 开设折纸专栏

和 “专业生物折纸工作坊”ꎬ 用折纸的形式生动

形象地学习生物科学ꎻ 台湾奇美博物馆在 ２０１６

年推出 “纸上奇迹” 折纸特展后引起强烈反响ꎬ

２０２０ 年又策划了 “纸上奇迹 ２———无所不弹”ꎮ

可见ꎬ 折纸作为一种新颖的展览主题和展览形

式越发受到科普场馆的青睐ꎬ 不过我国在折纸

展览的作品深度和展示形式方面还有待加强ꎮ

三、 展览主题与内容的选择

(一) 展览主题的确定

展览调研的结果充分表明了科普现代折纸的

重要性与可行性ꎮ 现代折纸是一个以设计与应

用为特色的新兴跨学科领域ꎬ 缺乏明确的科学

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ꎬ 因此笔者在确定主题时

选择 “由现象揭示本质” 的方法ꎬ 以折纸中的

“折” 为切入点ꎬ 将展览标题确定为 “ 纸来折

往”ꎬ 由此揭示本次展览的主题ꎬ 即 “从科技视

角审视现代折纸的折叠本质”ꎮ 一般来说ꎬ 观众

会从艺术审美的视角观看该展览ꎬ 而如何引导

观众从科技应用的视角去思考和发现 “纸是载

体ꎬ 折是本质”ꎬ 并体会折叠在不同学科领域的

应用ꎬ 将是本展览重点要考虑的问题ꎮ

确定展览主题之后ꎬ 开始设计本展览的框架

模式ꎮ 主题展览常用的五种框架模式包括逻辑

发展式、 故事展开式、 历史发展式、 趣味集合

式和要素展开式[７] ꎬ 根据现代折纸本身的特点ꎬ

本展览采用了历史发展式与要素展开式相结合

的方式ꎮ 以宽泛的历史发展阶段为线索ꎬ 将展

览内容划分为三个子主题ꎬ 依次是 “折纸历史”

“纸于现代” “纸向未来”ꎻ “纸于现代” 是本展

览的主体部分ꎬ 根据数学、 技术、 工程、 设计

等不同的核心要素ꎬ 分为 “纸间数学” “纸间纵

横” “纸上谈工” “纸间指趣” 四个模块ꎮ

(二) 展示内容的确定

基于确定的展览主题与子主题ꎬ 进行展品内

容的选择和形式的确定ꎮ

“折纸历史” 主题体现的是折纸由传统折纸

向现代折纸演变的过程ꎬ 其设计经历了从简单

到繁复的过程ꎬ 因此展品尽量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作 品ꎬ 例 如 传 统 的 千 纸 鹤、 元 宝、 油 纸 伞、

周氏针线包等ꎬ 这些作品突出体现了早期人们

通过折纸寄托情思、 娱乐生活的特点ꎬ 并有少

量简单的生活实用物品ꎻ 现代折纸作品以具象

动物 折 叠 为 主ꎬ 例 如 恐 龙、 独 角 兽、 犀 牛 等ꎬ

这些作品主要体现折纸的设计性、 复杂性和具

象性ꎬ 还没有涉及科学原理和实际应用的部分ꎮ

本部分以兴趣吸引为主ꎬ 让观众直接看到折纸

的艺术之美ꎮ

“纸于现代” 主题着眼于现代折纸在不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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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发展ꎬ 展品设计更加丰富与聚焦ꎬ 引领观

众由看展的艺术审美视角转为科技应用视角ꎬ

扭转观众对现代折纸的认知ꎮ

在 “纸于现代” 包含的四个模块中ꎬ “纸间

数学” 是现代折纸的理论基础篇ꎬ 展品以静态

实物展品、 互动展品和演示动画组成 (见图 １)ꎮ

静态实物展品以各种数学模型为主ꎬ 立体折叠

模型包括: 柏拉图 多 面 体、 阿 基 米 德 多 面 体、

巴基球、 孔明锁、 埃舍尔多面体、 可变构型多

面体等ꎻ 平折作品包括: 双色棋盘、 谢尔宾斯

基三角形、 六边形雪花、 分形紫荆花等ꎻ 以及

可以实现平折到立体变形的花塔等ꎮ 互动展品ꎬ

如扭转变形的马鞍面和用于探究平折多种可能

性的一阶方格扭转ꎬ 可以直接让观众动手操作

并开展探究ꎮ 与折纸相关的数学定理或问题解

决方案ꎬ 例如折纸几何公理、 前川定理、 川崎

定理、 三等分锐角等ꎬ 通过动画演示的方式直

观呈现ꎮ 折纸与数学 “互相成就ꎬ 共同发展”ꎬ

这也成为现代折纸在其他学科领域得以取得发

展的理论基础ꎮ

图 １　 “纸间数学” 部分展品

　 　 “纸间纵横” 是现代折纸的设计基础篇ꎮ

展品从基础的折痕设计出发ꎬ 通过在一张纸上

进行平行褶、 Ｖ 型褶、 Ｘ 型褶等山谷线有序的分

布设计ꎬ 让观众感受纵横交错的折痕分布改变

了纸张的原始状态ꎬ 使一张平坦的纸张在形态

上发生了有趣的变化ꎬ 使纸张产生了生命张力ꎬ

即 “折叠改变了纸张的形态”ꎮ 该模块下的展品

包括静态实物展品 (见图 ２) 和演示动画ꎮ

图 ２　 “纸间纵横” 部分静态实物展品

　 　 “纸上谈工” 是现代折纸的核心展示篇ꎬ

也是最能颠覆人们对折纸的认知的部分ꎮ 该模

块的展品以工程设计与应用为导向ꎬ 将 “纸间

纵横” 中涉及的折痕类型进行再设计ꎬ 通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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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浦结构、 水雷结构、 蜂巢结构等折叠结构ꎬ

设计或还原折叠态的建筑空间、 心脏血管支架、

旋转折叠太阳帆等应用实例ꎬ 并展示大量日常

生活中的折叠应用实例ꎬ 让人们意识到折叠无

处不在而且功能强大 (见图 ３)ꎮ 该模块的展品

主要以静态实物展品与互动展品的方式呈现ꎮ

“纸上谈工” 可以说是对 “纸间纵横” 的具体化

与延伸ꎬ 折 叠 的 载 体 由 “ 纸 张” 过 渡 到 “ 片

材”ꎬ 折叠的规模由小变大ꎬ 由 “独立成型” 变

为 “组合成型”ꎬ 由 “通用型” 的折痕设计变为

“适应某种应用场景” 的实物模型ꎬ 由此将 “折

叠” 这一概念进一步提炼ꎬ 加深观众对折叠的

设计性与实用性的认识ꎮ

图 ３　 水雷结构———有魔力的变形球与

折叠态的走廊空间

“纸间指趣” 是现代折纸的体验交互篇ꎮ 展

品以趣味性、 互动 性 为 主ꎬ 通 过 折 纸 无 限 翻、

拓扑方块、 七巧板等折纸作品的设计ꎬ 让观众

在体验折纸乐趣的同时ꎬ 发现折叠中蕴含的知

识与技巧ꎮ

“纸向未来” 其实是一种留白的设计ꎬ 由一

个具有折叠元素特征的走廊构筑从 “纸于现代”

到 “纸向未来” 的过渡空间ꎬ 能够让观众回顾

折纸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ꎬ 畅想未来的发

展方向ꎬ 然后回到现实空间ꎬ 延续展览带来的

思考和感动ꎮ

以上 各 个 主 题 的 确 定ꎬ 是 在 搭 建 一 座 从

“传统折纸” 到 “现代折纸” 的桥梁ꎬ 也是搭建

一座从 “折纸是艺术” 到 “纸是载体ꎬ 折是本

质” 的桥梁ꎬ 希望能够让观众领悟到: 看似从

艺术中发芽的折纸ꎬ 根深深地扎在数学里ꎬ 在

科学、 技术、 工程等分支上开满了花朵ꎮ

四、 展品设计技术路线

展品设计技术路线由展览主题、 展示手段、

实现 方 式、 材 料 保 证 和 展 陈 空 间 五 部 分 组 成

(见图 ４)ꎬ 其中核心部分是实现方式ꎮ

(一) 展示手段

传统折纸展览多采用静态实物展的形式ꎬ 而

本展览采用静态展示与动态演示相结合的方式ꎬ

静态展示包括静态实物展示 (即折纸作品) 和

图文展板ꎬ 动态演示包括动画演示和互动体验ꎬ

将多媒体技术应用其中ꎬ 丰富展览的表现形式ꎬ

使参观者从多通道接收信息ꎬ 减轻认知负荷[８] ꎬ

更加形象地理解展品的科学原理和相关应用ꎬ

产生学习的爱好与兴趣ꎬ 激发积极参与的欲望ꎮ

　 　 (二) 实现方式

根据展览主题和展示手段ꎬ 实现方式主要分

为平面设计、 手工折制、 数字化制图和动画设

计四类ꎮ

１ 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主要是指图文展板的设计与排版ꎮ

展板设计包括 “折纸历史” “纸间数学” “纸上

工程” “折叠与自然” “折叠与生活” 等不同的

内容ꎬ 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ꎬ 向观众科普现代

折纸的发展ꎬ 令其从宏观上建立理性认识ꎮ

２ 手工折制

手工折制主要用于制作小型的或者操作比较

复杂的作品ꎬ 以及经过软件制图打印后的大型

作品ꎮ 折纸是典型的手工艺术ꎬ 通过手工折制ꎬ

更能感受操作的程序性ꎬ 设计的巧妙性ꎬ 以及

感受科技与艺术的双重震撼ꎮ 手工折制是最直

接也是最常用的实现方式ꎮ

３ 数字化制图

数字化制图是一种更加标准化的实现方式ꎬ

其理论基础是折纸数理学以及折纸设计基本理

５７



图 ４　 展品设计技术路线

论ꎬ 例如折痕图中点线面的绘制、 平折结构的

绘制需要满足前川定理和川崎定理等ꎮ 在理解

基本理论的基础上ꎬ 运用软件绘制折痕图ꎮ 折

纸 设 计 软 件 虽 然 有 多 种ꎬ 但 各 有 优 势ꎬ 例 如

ＯＲＩＰＡ 适 合 绘 制 基 于 正 方 形 的 折 痕 图ꎬ ＯＲＩ￣

ＲＩＶＯ 适合绘制具有对称性或平移性的立体模型

的折痕图ꎬ 对于利用非常规纸张设计的折叠ꎬ

可以利用 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 绘制折痕图ꎮ 数字化制

图将设计方案标准化、 数字化ꎬ 为精准的印刷

加工提供了保障ꎬ 保证了手工折制的准确性ꎬ

提高了展品复制的可行性ꎮ 数字化制图也是定

制大型折制展品的基础ꎮ

４ 动画设计

动画设计是对数字化制图的进一步加工处

理ꎬ 它将静态的折痕图转化为动态可感的折叠

过程ꎬ 可以让人们更加直接地观赏折叠运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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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强感官体验ꎮ 对于大量重复性的密铺折

叠ꎬ 由于折叠片材加工方式以及尺寸的局限性ꎬ

通过动画演示其折叠效果是一种更有效的形式

(见图 ５)ꎬ 而且能够加强对 “折是本质” 这一

观点的认识ꎮ

图 ５　 动画演示重复性的密铺折叠过程

　 　 (三) 材料保证

折叠材料的选择是一项基础工作ꎬ 也是保证

展品可收纳、 运输、 重复使用的保障ꎬ 材料测

试的流程是: 小样品手工折制———承重、 拉伸等

机械性能的测试———印刷加工———正式折制ꎮ 通

过测试ꎬ 发现牛皮纸和杜邦纸具有较好的机械

性能和印刷性能ꎬ 所以在大型展品制作中多选

用这两种纸张ꎮ

(四) 展陈空间

展陈空间的设计遵从和谐性、 简约性、 聚焦

性和流动性的原则ꎮ 和谐性是优先考虑的设计

原则ꎬ 在展陈时ꎬ 充分应用折叠元素ꎬ 例如风

琴墙面、 风琴长凳和折叠空间走廊ꎬ 来灵活分

割空间ꎬ 将展具化身为展品ꎬ 将折叠的内核渗

透于展览设计的方方面面ꎬ 力求做到展示空间、

展具 和 展 品 之 间 的 和 谐ꎬ 这 也 是 对 展 览 主 题

“折叠是本质” 的外在强化ꎮ 空间切割和展具选

用也同时可以体现展示风格的简约而不简单ꎮ

对于具有代表性的、 要强化展示的展品ꎬ 设计

成可互动的大型展品ꎬ 并配合光电效果ꎬ 使其

能够优先吸引观众的目光ꎬ 达到聚焦的目的ꎬ

例如可变形的水雷结构、 光影走廊等ꎮ 根据展

览自身的内在结构ꎬ 以及考虑到观众的兴趣、

动机等心理需求ꎬ 合理安排观展动线ꎬ 让观众

在视觉吸引、 趣味体验、 知识探究、 应用解密、

未来展望等不同的层次沉浸在展览中ꎮ

五、 总结与反思

“纸来折往” 现代折纸科学展是丰富科技馆

综合性跨学科专题展览的一次创新尝试ꎬ 也是

对现代折纸进行科普展示的一场有益探索ꎮ 虽

然在实际布展时ꎬ 因场地空间所限ꎬ 未能完整

展示全部的策展方案ꎬ 不过展览呈现的内容也

受到了公众广泛的认可ꎬ 基本可以实现让观众

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去认识现代折纸ꎮ 更进一步

讲ꎬ “折纸是一种艺术” 的视角体现为艺术文化

层面的认知ꎬ 是对美的欣赏ꎻ “纸是载体ꎬ 折是

本质” 的视角体现为科学社会层面的认知ꎬ 是

对科学、 技术、 实用与创新的追求ꎮ

(一) 优点与不足

本展览 的 优 点 可 以 总 结 为 “ 小” “ 新”

“巧”ꎮ 第一ꎬ “切入点小”ꎬ 以 “折纸” 为切入

点ꎬ 再以 小 见 大ꎬ 从 折 纸 延 展 开 来ꎬ 从 艺 术、

数学、 工程、 技术等不同 角 度ꎬ 引 入 与 “ 折”

相关的现象、 原理与应用等ꎬ “麻雀虽小ꎬ 五脏

俱全”ꎻ 第二ꎬ “立意新颖”ꎬ 现代折纸的创新发

展打破观众对折纸的传统认识ꎬ 进而从全新的

视角认识现代折纸ꎬ 从认知和情感层面都能有

所收获ꎻ 第三ꎬ “展品精巧”ꎬ 除了精美的艺术

作品ꎬ 展览还复制了很多设计巧妙的工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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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ꎬ 从而更加直观地体现现代折纸巨大的实

用价值和发展潜力ꎮ

本展览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四点ꎮ 首先ꎬ 缺乏

明确的展览明线或暗线ꎮ 现代折纸的历史发展

线索不清晰ꎬ 难以完全按照时间线铺展叙述ꎬ

而且未形成逻辑性的知识架构ꎬ 难以以知识为

线索进行统整设计ꎮ 其次ꎬ 科普内容较为通识ꎬ

缺乏广度和深度ꎮ 现代折纸ꎬ 尤其是在计算机

支持下的折纸设计ꎬ 是一门深奥的学问ꎬ 而设

计团队由于理解有限、 经验不足ꎬ 未能呈现更

为精奥的内容ꎮ 然后ꎬ 展品在主题划分中存在

分类交叉ꎮ 折纸作品本身是一个隐性的跨学科

设计成果ꎬ 从不同的角度解读ꎬ 会呈现出不同

的关注重点ꎬ 但分类不明容易引发观众的困惑ꎮ

最后ꎬ 展品设计的原创性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展

品复原了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作品ꎬ 应该加强对

作品的微创新与原始创新ꎮ

(二) 未来展望

现代折纸是一个有着蓬勃生机与旺盛发展力

的新领域ꎮ 未来的现代折纸科普展览ꎬ 可以从

不同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挖掘ꎬ 例如以计算机辅

助设计为导向的折纸设计展览、 以现代工业设

计为导向的折纸模型展览、 以折纸数理学为导

向的折纸数学展、 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性

展览等ꎮ 科普场馆与专业科研团队、 专业折纸

机构、 折纸达人的结合ꎬ 将赋予折纸展览更多

的可能性ꎻ 虚拟现实、 动态交互、 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等多种技术的支持ꎬ 也将给折纸展览在

展示、 体验、 探究、 互动以更多的赋能ꎮ 相信

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折纸

展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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